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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局有关直属单位： 现

将《质检“十一五”科研需求指南》、《国家质检中心能力

建设与评估指南》、《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能力建设与评定指

南》、《“十一五”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改造技术装备项目申

报指南》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附件1： 质

检“十一五”科研需求指南引言 进入21世纪，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

景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科技实力不断提升，综合国力显

著增强。作为依托科技手段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国家质检部

门，在维护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与经贸发展方面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重要，同时，也正面临严峻的科技挑战。 国家提出的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战略，对质检部

门的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质检科技在支撑质检事业发展

、保障质检工作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质量技术监督领域，总体技术依然处在20世纪末水平的计

量基标准体系、总体滞后于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化体系、食

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我国食品生产监管现状、与公众生活息息

相关的纤维类产品所面临的更高检测技术要求、近400万台(



套)的特种设备及上亿只的压力气瓶和近百万公里压力管道的

特种设备所面临的安全保障要求，这一切迫切需要在计量、

标准、特种设备检测、食品安全等方面，对相关的关键技术

、应用技术、前沿技术及基础理论研究等进一步加强科研活

动，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提供质量监

督科技保障。在出入境检验检疫领域，近2万亿美元物流、2

亿人次和 6000多万艘(辆、架)运输工具并每年持续增长的大

规模进出境活动态势，使得疫病疫情、医学媒介生物、危险

化学品、外来生物、恐怖因子、有害残留物质等危害因子伴

随出入境对象的跨境传播方式日渐复杂，加之国际技术性贸

易壁垒不断高筑，使我国大量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受损，经济

损失数额巨大，由此对我国公共安全(社会经济、生命健康、

生态环境等)和我国经贸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与损害， 从而对主

要依托科技手段维护国家公共安全和保障经贸发展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构成严峻而全新的挑战，迫切要求通过加强科研活

动持续提升检验检疫科技实力与手段，为履行检验检疫维护

国家公共安全与经贸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持与保障。 

认证认可作为国际通行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的质量保证

和管理手段，在提高企业的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推动我国经济协调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十

一五”期间，认证认可工作要大力加强对质量安全、节能、

节水、环保、食品和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认证的工作力度，推

动更多利用认证认可手段和成果实现行业管理，为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由

于认证认可工作面临许多全新的领域和全新的问题，因而，

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理论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示范应用。 这些



问题，不仅是质检科技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影响着质检工作

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有效性。为此，特制定《质检“十一

五”科研需求指南》，提出“十一五”期间具有重要意义的

科研领域及课题，配合《质检总局“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

》的推进，实现质检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质检工

作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

标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一、标准化 基本建成重点突出、结

构合理、适应市场的技术标准体系，为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制

定提供良好的技术基础；形成一批对产业发展具有带动和引

领作用的技术标准，为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提供技术

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比例显著提高，完善标

准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制度建设，技术标准发展能力基本满足

经济社会的需要；全面提升技术标准水平，重要产业技术标

准的水平基本达到国际水平，力争实现我国技术标准向国际

标准转化的突破性进展。 1．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性和社会

公益性标准研究 通过对新领域技术标准的需求分析，对国外

技术标准及其体系的跟踪研究和比对分析，构建科学完整的

标准体系；通过对现行技术标准的梳理，完善相关领域的现

行标准体系，规划、指导相关领域的标准化工作；通过对重

大技术标准尤其是国际标准的核心技术研发、检测方法研究

、应用技术研究、效能评估方法研究等关键技术研究，提高

技术标准的自主知识产权含量及市场适用性和实施效果，提

高标准总体水平。 * 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新关键技术标

准研究。 * 建设节约型社会重要技术标准研究。 * 生物产业

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 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技术标准研

究与应用示范工程。 * 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 * 振兴装备



制造业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 重要技术标准检测体系和方法

研究。 * 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生产安全、劳动安全、

金融安全等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 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关键

技术标准研究。 2．标准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通过对标准

信息资源的采集、信息平台建设、信息资源共享技术研究、

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等科技工作，为社会提供与技术标

准研究和制定具有紧密关系的国际标准化动态信息和国内标

准研制、修订等信息；为标准科研和社会提供知识化、集成

化的标准信息服务系统。 * 组织机构代码网络共享平台及电

子档案体系技术研究与开发。 * 国家标准信息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 * 国家和省级法人库支撑体系的研究。 3．标准化基础

理论和学科建设 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标准化理论，构建标准

化理论体系，提出标准化学科建设方案，提高社会标准化意

识，为中国技术标准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支撑。 * 实施技术标准战略重大问题研究。 * 标准化评价

指标体系的研究。 4．国际标准化研究 通过开展包括研究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规则与政策、发达国家标准化发展现状

和趋势、发达国家重要产业标准化发展动向，相同领域国际

与国内标准的对比分析等综合标准化研究，提出推动我国实

质参与国际标准化的相应配套政策和措施；寻找主导制定国

际标准的突破口；研究建立国际标准技术交流、人才交流和

国际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和平台。 * 我国优势领域国际标准研

究。 二、计量 建设适应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并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计量基标准体系和完善的量值传递和溯

源体系。建立和完善一批计量基标准和相应的关键测量技术

和方法，以量子物理为基础的计量基准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使国家计量基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比例由目前的40％提

高到50％；参加国际比对的项目由目前的120项增加到150项

，提高与国际计量基标准的一致程度，实现相关领域内测量

结果的国际互认。 1．计量科技基础平台研究 跟踪国际计量

科技发展趋势，研究建立新一代量子计量基准和准确测量基

本物理常数。 * 量子计量基准及其关键技术研究。 用先进技

术提升和完善现有计量基标准，如利用功率天平法复现千克

、利用单电子隧道原理复现电流、利用激光测量复现米、交

、直流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原子存储光频标等。为量子化

霍尔电阻、约瑟夫森电压基准的研制所需的量子器件的研制

技术等。 * 开展高准确度测量方法研究。 对基本物理常数的

准确测量，如用于定义千克和摩尔的普朗克常数和阿弗加德

罗常数、用于定义温度的波耳兹曼常数、用于建立电学计量

基准的普朗克常数、基本电荷e和精细结构常数等，并积极参

与有关国际交流与合作，为适应国际基本单位定义的变化打

好基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